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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构念的个体差异对心理性应激反应的影响①

胡 翔, 王 妍, 杨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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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心理性应激是个体内稳态受到社会心理威胁时候的状态,其反应水平可能会受到自我构念个体差异的影响.

实验1通过问卷测量,结果发现个体的互依自我构念水平与日常应激水平呈显著正相关,而独立自我构念水平与

日常应激水平相关不显著;实验2采用特里尔社会应激任务诱发心理性应激反应,使用文化启动范式作为缓冲策

略,考察文化启动在自我构念水平与急性心理性应激反应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在个人主义文化突显条件下,

个体独立型自我得分越高,心理性应激水平越低.研究结果表明,高互依自我的个体会产生更高水平的应激反应;

与自我构念相适应的策略可以有效缓解应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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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性应激是个体的内稳态受到社会心理威胁时候的状态[1].在新异、无法预测或者不可控的情境中,

对自我有潜在伤害或者损失的刺激能够引起个体的心理性应激反应[2].如果应激源持续过强作用于人体,

可引起生理活动紊乱,最终引发身心疾病[3].
研究者们意识到应激反应也存在着特异性[4],即相同的心理性应激源作用于不同个体时,应激反应程

度可能存在重要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与人格特质和自我概念等因素有关[3].自我构念属于一种人格特征,

反映个体看待自己的方式[5].按照 Markus等[5]的主张,文化影响个体在他们自己的社会背景中自我定义

的方式.个人主义文化倾向于培养独立型自我构念,即将自我定义为与他人和集体分离开的完整个体,独

立自我构念的人坚持自己的重要特质、能力、爱好或态度[6];而集体主义文化倾向于培养互依型自我构念,

即依据重叠的人际关系、社会角色和情境特点把自我定义为一个与他人相关联的人[7],为了保持与他人的

和谐关系,互依自我构念的个体努力满足他人的要求,达成集体的目标.
已有研究针对自我构念对于心理性应激反应的影响进行了一些探索.Cross[8]以美国校园的东亚留学生

为研究对象,发现在跨文化适应中,互依型自我构念水平高的东亚留学生感受到更强的心理性应激,然而

这个研究结果是基于跨文化适应这一特殊的背景,对于个体的自我构念如何影响日常应激反应还鲜有研

究.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处于慢性应激状态的个体更容易患有抑郁症、免疫系统相关的

疾病以及心血管疾病[9],因此对于日常心理性应激反应个体差异的研究非常有必要.由于独立型自我构念

强调保持独特并且表达自我[10],因此不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相对而言,互依型自我构念强调个体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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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情境改变自身行为以适应集体,调节情绪以维持集体的和谐[11],但在日常生活中却伴随着很多与他人产

生冲突、受到他人负面评价或遭受到社会拒绝的应激情境.因此笔者提出假设,互依型自我构念的个体会

比独立型自我构念的个体产生更高水平的心理性应激反应.
持续过强的心理应激反应不利于身心健康,因此找到缓解应激的策略非常重要.前人针对如何缓解心

理性应激反应做了很多研究,有研究结果强调自我肯定(self-affiration)和自我提升(self-enhancement)能够

缓解应激反应以及伴随的不良影响[12].Creswell等[13]以自我价值感肯定任务作为缓解策略,发现对自己最

重视的自我价值进行肯定能够缓解应激反应.Taylor等[14]发现,与同龄人相比,逐渐提升个人品质的个体

基础皮质醇水平较低,并且在急性应激反应中心电指标水平较低.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于

缓解心理性应激反应的重要作用.Baumeister等[15]提出社会支持能够满足个体的归属感以及与他人的关联

感,有益身心健康.不仅如此,在实验室的急性心理性应激任务中,社会支持能够降低唾液皮质醇的反应水

平[16]以及心血管系统相关指标的反应水平[17].然而,也有研究指出无论是突出自我相关特质或是突出与他

人的联系作为缓解应激的策略,都会受到个体人格特质[18]或文化背景[19]等因素的影响.
结合互依型/独立型个体本身自我构念的特点以及两类缓冲策略的特点,笔者猜测,在面临心理性应

激情境时,互依型/独立型自我构念个体可能需要不同类型的缓冲策略,然而前人针对此问题却鲜有报道.
因此笔者在实验二中以文化启动作为缓冲策略,通过个人主义启动来突显个人特点和愿望,通过集体主义

启动来突显重要他人的关系和愿望,进一步探讨文化启动在自我构念与个体心理性应激水平之间的调节作

用.笔者假设,在集体主义文化启动组,互依型自我构念高的被试会产生更低水平的应激反应;而在个人主

义文化背景启动组,独立型自我构念高的被试会产生更低水平的应激反应.

1 实验1
1.1 被 试

采用整班抽样的方法对西南大学302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删除回答不完整的7份问卷,最终获得有效

被试295名,其中男生42人,平均年龄为(20.31±3.64)岁;女生160人,平均年龄为(19.79±1.47)岁.
所有被试均没有严重的生理疾病、头部受伤、酗酒或者心理失调.
1.2 研究工具

1)自我构念量表(Self-construalscale,SCS[20]),分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2个维度,每个维度各12个

项目.每个项目采用7点评分,1代表非常不同意,7代表非常同意.
2)日常应激量表(ThedailyStressInventory,DSI[21]),共58个项目,例如“我无法完成工作”,“其他

人对我产生误解”.被试需要判断自己是否在过去的24小时内遭遇过这些事件,并对其造成的压力程度进

行7点评分,1代表发生过但无压力,7代表非常有压力.最终统计3个得分:① 发生的事件数量FERQ;

② 这些事件应激评分的总和,SUM;③ 应激事件的平均评分,AIR;

AIR=SUM/FERQ
1.3 研究程序及数据处理

问卷调查的实施过程严格按照心理学测验的程序,数据处理采用SPSS20.0统计分析.
1.4 结果与分析

1.4.1 自我构念与应激程度的相关

独立型自我构念、互依型自我构念与日常应激水平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情况见表1.配对样本t检验结

果发现,互依自我构念显著高于独立自我构念,t(1,294)=7.03,p<0.001.相关分析发现,个体独立自

我构念与互依自我构念呈显著正相关(r=0.266,p<0.001).个体互依自我构念得分与主观应激得分呈显

著正相关,例如FERQ(r=0.232,p<0.001),SUM(r=0.232,p<0.001),AIR(r=0.137,p<0.05).
但日常应激量表得分均与独立自我相关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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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独立自我、互依自我与日常应激水平的相关

平均数(标准差) 独立自我构念 互依自我构念 FERQ SUM AIR

独立自我构念 56.12(8.43) -

互依自我构念 60.07(7.43) 0.266** -

FERQ(发生的应激事件数量) 19.74(11.75) 0.001 0.232** -

SUM(所有应激事件的评分总和) 55.98(47.22) 0.000 0.232** 0.879** -

AIR(应激事件的平均应激得分) 2.67(0.99) -0.042 0.137* 0.337** 0.648** -

  注:***p<0.001,**p<0.01.

1.5 讨 论

实验1结果发现互依自我和独立自我得分呈显著正相关,这与以往研究结果基本一致[22],2种自我构

念同时存在于个体中,说明独立自我与互依自我对于整个人格结构有不同的权重和贡献,而非1个维度的

2级[11].与笔者假设一致,结果表明自我构念水平对日常应激有重要影响.互依型自我得分与个体日常应激

水平呈正相关,说明个体越认同互依型自我构念,则越强调“融洽”、“归属”、“履行义务”及“变成各种社会

单元中的一部分”[22],其日常应激水平越高.互依自我构念把自我定义为一个与他人相关联的人[7],为了维

持人际联系,个体特性的表达需要被压抑或控制[23],这也可能是互依型自我构念个体日常应激更强烈的1
个重要原因.此外,互依型自我构念个体关注和在意的事件和信息更加广泛和多元,而外在的很多事件并

非自我能控制,不可控性又是诱发应激的重要因素[2],再加上日常生活中常有人际冲突和社会拒绝等风

险,因此互依型自我构念高的个体,会感受到更高水平的日常应激.然而,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自我与日常应

激水平无显著相关,笔者有2点推测:① 本实验中的被试均处于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下,互依型自我构念与

文化背景一致,即越认同互依自我构念的个体一定程度上也越赞同这种文化,因此越担心自己无法达到社

会环境的要求,则感受到应激强度更大,而独立自我在其中的作用不大;② 在中国被试中互依型自我构念

与独立型自我构念呈正相关关系,说明互依型和独立型并非1个维度的2极,应激水平与互依自我构念呈

正相关的同时,很难又要与独立自我构念呈负相关.
实验1以主观的应激指标说明了自我构念对心理性应激的影响,发现互依自我构念水平更高的个体应

激水平更高,说明了日常应激中自我构念对心理性应激反应的影响.为了进一步考察文化启动在自我构念

与个体心理性应激水平之间的调节作用,我们进行了实验2.

2 实验2
2.1 被 试

通过张贴广告的方式选取30名在校大学生被试,其中男性8名,女性22名.要求所有被试的抑郁

得分在14分以下,不抽烟、不饮酒、右利手、身体健康、无急慢性疾病.其中女性被试都处于月经期前

10d左右(黄体期),并且没有服用避孕药,在实验前1h之内不能吃东西、做剧烈运动,实验结束后给

予一定报酬.其中有2名女性由于数据缺失被剔除,剩余28名被试被随机分配到集体主义文化启动组

[共15名,男性4名,平均年龄为(20.2±0.8岁)]和个人主义文化启动组[共13名,男性4名,平均年

龄为(19.9±1.3岁)].
2.2 问卷材料

1)自我构念量表(Self-construalscale,SCS),同实验1.
2)状态焦虑量表(State-TraitAnxietyInventory,STAI[24]),共40个项目,采用4点评分,用来测量

个体在当前情境中的焦虑程度.
3)主观应激报告,评价此刻感受到的压力程度,7点评分:1为完全放松;7为非常紧张.

2.3 实验任务

2.3.1 文化启动任务(SimilarityandDifferencewithFamilyandFriends,SDFF和SumerianWarrior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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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Task,下面简称为SWST)
(1)集体主义启动

被试被告知“你现在有10min时间,请写下你与家人和朋友的相同之处,并写下他们希望你做的事情”

(SDFF[25]).然后有5min时间阅读故事,“一名将军曾辅佐国王立下汗马功劳,如今国家又出现新的危机,

国王命令将军推选一名士兵来统帅军队,将军推选了一名士兵,因为这名士兵是他家族中的一员,这样做

会为其家族带来荣誉”(SWST[25]).阅读结束后对主人公进行评价(1.欣赏;2.不确定;3.不欣赏).实验

结束后,采用“WhoamI”测验来检测文化启动有效性.要求被试用10min的时间写下20个以“我是…”开
头的肯定句.

(2)个人主义启动

被试首先被告知“你现在有10min的时间,请写下你与家人和朋友的不同之处,并写下你希望自己做

的事情有哪些”.然后给被试5min的时间阅读故事,“一名将军辅佐国王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如今国家又出

现了新的危机,国王命令将军推选出一名士兵来统帅军队,将军推举一名士兵,是因为这名士兵很有能力,

这样做能为自己带来荣誉”.阅读结束后要对主人公进行评价(1.欣赏;2.不确定;3.不欣赏).实验结束

后,采用“WhoamI”测验来检测文化启动有效性.要求被试用10min的时间写下20个以“我是…”开头的

肯定句.
2.3.2 特里尔社会应激任务(TrierSocialStressTest,TSST)

TSST是一个标准化的心理性应激任务,具体操作过程已于另文叙述[26].

2.4 实验程序

被试被随机分为2组,首先分别完成集体主义启动和个人主义启动,然后完成心理性应激任务.由于

人体皮质醇水平清晨高,随后平稳下降,凌晨至最低点后又开始升高[27].为避免唾液皮质醇自身节律性分

泌的影响,实验统一在下午3:00开始,具体实验流程见表2.
表2 实验流程和数据收集

时 间 实验流程和数据收集

实验前1d 填写自我构念量表

到达实验室 佩戴心电仪器,讲解指导语,休息

0min 文化启动任务,15min.
唾液样本(1)、主观应激报告(1)、心电(1)、状态焦虑(1)

15min TSST准备阶段,10min.
唾液样本(2)、主观应激报告(2)、心电(2)

25min TSST10min.唾液样本(3)、主观应激报告(3)、面试心电(3)和口算心电(4)、状态焦虑(2)

35min 休息10min,唾液样本(4)、主观应激报告(4)、心电(5)

45min 休息10min,唾液样本(5)、主观应激报告(5)、心电(6)

55min 检测文化启动有效性,10min.
唾液样本(6)、主观应激报告(6)、心电(7)

2.5 数据记录与分析

2.5.1 心电数据采集

使用美国Biopac公司的 MP150多导生理记录仪采集心电信号,使用ACQknowledge4.2软件记录分

析心率指标.

2.5.2 唾液数据采集

使用专门的收集器(salivette,SARSTEDT),先把其中的棉条倒入口中咀嚼1min,然后直接吐回收集

管中,经过离心得到1mL左右的唾液样本,放置在-20℃冰箱中低温保存.采用酶联免疫测定法

(ELISA)分析唾液中皮质醇的质量浓度(试剂盒:IBL,产地: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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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数据分析

采用SPSS20.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6 结 果

2.6.1 自我构念描述性统计结果

2组被试在自我构念问卷上的平均分和标准差见表3.配对t检验结果发现,2组被试互依自我构念

得分显著高于独立自我构念得分,p<0.01.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集体主义启动组被试的独立自

我得分显著高于个人主义启动组,F(1,26)=3.39,p=0.07,ηp2=0.139;而2组被试在互依型自我

得分上差异不显著,F(1,26)=0.09,p>0.05.对两个量表得分的方差进行差异检验,结果发现独立

型自我构念的方差显著大于互依型自我构念的方差,t=1.844>t0.05,说明被试在独立型自我构念上得

分的离散性程度更高.
表3 自我构念问卷得分

独立型自我 互依型自我 配对检验

个人主义文化启动(13人) 52.23(7.41) 62(3.29) t(1,12)=3.98,p<0.01
集体主义文化启动(15人) 57.53(7.75) 62.67(7.37) t(1,14)=3.11,p<0.01

所有被试 55.07(7.92) 62.36(5.74) t(1,27)=4.92,p<0.01

2.6.2 心理性应激有效性检验

(1)主观应激报告

对所有被试的主观应激报告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时间点主效应显著F(5)=18.283,p<
0.001,ηp2=0.404.被试在TSST准备时刻(M=4.11,SD=1.20)和TSST结束时刻(M=4.07,SD=
1.51)的主观应激报告都显著高于其他时间点(p<0.001),说明 TSST引发了个体主观感受到的压力

(图1左).
(2)唾液皮质醇

对被试的唾液皮质醇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时间点主效应显著F(5)=20.992,p<0.001,

ηp2=0.437.TSST结束(M=0.907,SD=0.46)显著高于启动时刻(M=0.562,SD=0.376;p<0.001)
和TSST准备时刻(M=0.495,SD=0.242;p<0.001);TSST结束后10min(M=1.188,SD=0.134)
显著高于启动时刻(p<0.001)、TSST准备(p<0.001)和TSST结束(p=0.005);TSST结束20min(M=
1.079,SD=0.97)后的唾液皮质醇质量浓度显著高于启动时刻(p<0.001)、TSST准备(p<0.001)、TSST结

束(p=0.023);并且在TSST结束后10min皮质醇质量浓度达到了最高水平,说明TSST任务有效诱发了个

体的唾液皮质醇水平(图1中).
(3)心率

对被试的心率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时间点主效应显著,F(5)=46.829,p<0.001,

ηp2=0.634.TSST准备阶段(M=86.56,SD=11.82)显著高于启动阶段(p=0.002)以及 TSST结

束后10min,20min和30min(p<0.001),TSST阶段心率(M=95.05,SD=2.39)显著高于其他时

间点(p<0.001).说明TSST任务显著提高了被试的心率水平(图1右).
(4)状态焦虑

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在TSST结束后的状态焦虑水平(M=90.18,SD=20.25)显著高于TSST
准备前的状态焦虑水平(M=73.86,SD=15.81),t(27)=-4.336,p<0.001,Cohensd=0.643,说明

TSST任务显著地提高了被试的焦虑水平(图2).
2.6.3 文化启动有效性检验

对2种启动下被试在“WhoamI”测试中写下带集体主义含义的句子数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如我是我

父母的孩子),发现2组被试写出带集体主义含义句子数量的差异边缘显著,t(26)=2.054,p=0.069,

Cohensd=0.72.与个人主义启动组(M=3.30,SD=2.65)相比,集体主义启动组(M=5.27,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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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写下了更多的带有集体主义含义的句子(图3).
2.6.4 自我构念对心理性应激的影响:文化的调节作用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2组被试在独立型自我构念得分上差异显著,个人主义启动组被试的独立型自我构

念低于集体主义启动组.为了进一步考察文化启动与自我构念对心理性应激反应的影响,笔者以文化启动和

独立自我得分作为预测变量,以唾液皮质醇(曲线下面积AUCg)[28]作为结果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考察文

化启动是否调节独立自我构念对被试在实验时间内皮质醇分泌的总体水平的影响.结果如表4所示,独立自我

与文化启动的交互项(β=3.118,t=2.441,p=0.023)效应显著,说明文化启动在独立自我构念与皮质醇反应

中起调节作用.为进一步分析独立自我对皮质醇水平的预测作用,对数据以文化启动进行拆分,发现独立自我

构念得分更低的个体,其心理性应激反应越强,但仅出现在个人主义文化启动组(表5).

图1 心理性应激的有效性检验结果

图2 TSST前和TSST后的状态焦虑水平 图3 不同文化启动下带有集体主义含义的句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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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独立自我与文化启动对唾液皮质醇AUCg 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 量
第一步

B SE β

第二步

B SE β

第三步

B SE β
独立自我 0.24 0.19 0.24 0.12 0.20 -0.12 0.18 0.18 0.17

启动 0.33 0.19 0.37† 3.36 1.25 3.41*

独立自我×启动 0.06 0.02 3.12*

ΔF 1.52 2.96 5.96*

ΔR2 0.06 0.10 0.17

  注:†p<0.10,*p<0.05.
表5 在个人主义启动组中独立自我对AUCg 的回归分析结果

因变量 自变量 β t Sig. ΔR2 F

AUCg 独立自我 -13.588 -2.469* 0.031 0.357 6.096

  *p<0.05.

按照同样的方法,笔者考察文化启动是否调节互依自我构念对被试在实验时间内皮质醇分泌的总体水

平的影响,统计结果显示回归方程不成立.
2.6 讨 论

为了探究文化启动策略是否能够调节自我构念对个体心理性应激反应的影响,实验2采用2种文化启

动范式进行个人主义启动或集体主义启动[29].操作性检验发现集体启动组写出带有集体主义意义的句子显

著高于个人主义启动组,说明文化启动有效地激活了2组被试不同的文化背景.其次,主观和客观应激指

标都说明TSST任务有效地引起了被试的心理性应激反应,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26].

3 结 语

虽然有少量研究探讨了自我构念对于个体主观应激的影响[8],但还没有研究去考察自我构念对慢性应

激和急性应激的影响,以及针对不同自我构念个体的缓解策略.在本研究中,实验1以日常心理性应激水

平作为观测变量,发现互依型自我水平越高的被试其日常应激水平更高.实验2以急性心理性应激水平作

为结果变量,以文化启动作为调节变量,发现在个人主义文化下,独立型自我构念水平越低则心理性应激

反应越高.
社会评价威胁(Social-evaluativethreat)和不可控性(Uncontrollability)被看成是有效激活下丘脑-脑

垂体-肾上腺(HPA)轴导致心理性应激反应的重要因素[2].在日常生活中,互依型自我高的个体为了维护

自己、家人或朋友的“面子”,常常以他人的标准来评价自己[29],感受到的社会评价威胁和不可控性更高,
应激水平更强.而独立自我构念高的人,在启动了个人独特性和目标感之后,能进一步增强对应激环境的

可控感,降低社会评价威胁的水平,从而缓解心理性应激水平;与假设不同的是,当以互依型自我构念水

平为自变量,文化启动为调节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的时候,模型不成立.笔者猜测与实验2中的样本选择以

及样本量有关系.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这组被试的互依型自我构念的得分离散性显著小于独立型自我构

念,被试的互依自我构念的得分都集中偏高.在本研究中均选取中国大学生被试,在集体主义文化影响下,
个体互依自我水平整体偏高,并且样本集中且样本量小,导致在集体主义启动中互依型自我不能有效地预

测个体的心理性应激反应.
总体来说,互依型自我构念水平越高其日常应激水平越高,并且针对不同自我构念的个体采取的应激

缓解策略应与其自我构念的特点一致,但该结论还需要未来更多数据的验证.首先在日常应激水平上,是

否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个体,独立型自我构念越低,其应激水平越弱,这需要以西方人为被试进行调查

研究;其次,未来的研究可以考察在集体主义文化环境下,高互依自我构念与高独立自我构念个体的急性

心理性应激反应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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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DifferencesofSelf-Construalin
ShapingthePsychosocialStressResponse

HU Xiang, WANG Yan, YANG Juan
FacultyofPsychology,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Psychosocialstresshasbeendefinedasastateofthreatenedhomeostasisbythepsychosocialthreat.
Theresponseofpsychosocialstressisaffectedbyself-construal.Instudy1,questionnairessurveyresults
showedthatparticipantsinterdependentself-construalwaspositivecorrelatedwiththeirdailystresslevel,

however,theindependentself-construalwasnotsignificantlycorrelatedwithdailystress.Instudy2,Trier
SocialStresstask(TSST)wasusedtoinducethepsychologicalstressandculturalprimingparadigmwasused
asbufferstrategytostudythemodulatingeffectbetweenself-construalandpsychologicalstressresponse.Re-
sultsshowedthatlowerlevelofpsychologicalstressresponsewasassociatedwithhigherscoreof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inaconditionhighlightingindividualisticculture.Insummary,thecurrentstudysuggestedthat
individualwithhigherinterdependentself-construalperceivedhigherlevelofstress,besides,thestrategythat
fitscorrespondingself-construalcouldbufferstressresponseeffectively.
Keywords:psychosocialstress;self-construal;culturepriming;TS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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